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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!内隐记忆是认知心理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&对于临床医学疾病诊断(记忆康复(心理咨询与治疗等工作具有重要的

理论与现实意义)本文介绍了内隐记忆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范式的发展&并从临床医学(人格特质(情绪状态(认知风格(认知

加工及内隐记忆的个体差异等六个方面总结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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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隐记忆是认知心理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&

对于临床医学疾病诊断(记忆康复(心理咨询与治疗

等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)内隐记忆的研

究&最早主要在神经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开

展&起始于对健忘症患者的临床实验)

#F$V

年英国

神经心理学研究人员
[+))1*

P

:'*

和
[319T)+*:Q

以

健忘症病人进行的实验表明&病人在直接测验中无

法回忆或再认近期学习项目&却在间接记忆测验中

的成绩与正常人接近)在此基础之上&

.M/+M:3)

等

人于
#FV@

年以健康人群为被试&检测其在记忆的

间接测验中的记忆表现&结果发现&被试能够将自己

的过去经验无意识地表露出来&这种无意识的记忆

即就是"内隐记忆#&而在直接记忆测验$传统测验记

忆%中显示出来的记忆被称为外显记忆)

一"内隐记忆的概念界定及反思

关于内隐记忆的概念&目前学界没有一致的定

义)

.M/+M:3)

$

#FVD

%认为内隐记忆表现为"先前经

验易化了当前的任务操作&而该任务又不需要对先

前经验的有意识提取#

-

#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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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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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FF%

%认为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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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不能够回忆其本身却能在行为中证明其事后效应

的经验-

!

.

!

RMI3)6'):

$

!"""

%认为内隐记忆是在没

有有意提取情况下的记忆显现-

#

.

)可以看出&这些

概念都表明内隐记忆的基本内涵在于其操作的无意

识性&强调当前任务对先前经验的无意识提取)

早期对于内隐记忆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模糊

性&但随着研究的深入&研究者对内隐记忆的概念提

出了质疑&因此有必要对内隐记忆的概念进行反思)

]'3N1

P

3)

$

!""%

%

-

#

.以人的免疫系统为例批评了内隐

记忆内涵的模糊导致其外延的无限扩大)他举例

说&免疫系统可以识别出曾经感染过的病菌222这

也是一种先前经验对当前机体反应的一种影响&也

不涉及意识的参与)但这是一种内隐记忆吗3 很显

然&答案是否定的)因此&内隐记忆内涵的重构显得

十分必要)李林和杨治良-

%

.等学者指出&在内隐记

忆研究的早期&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寻找内

隐记忆存在的依据&而将内隐记忆的精确定义搁置

一边&因此
]'3N1

P

3)

的批评不无道理&同时认为&内

隐记忆的概念之所以受到质疑及反驳&其原因在于

记忆这一上位概念的界定过于模糊宽泛&而不在于

内隐记忆的非意识性提取标准)因此&科学地界定

内隐记忆这一概念还有赖于正确(恰当地理解记忆

这一上位概念)

二"内隐记忆研究范式

内隐记忆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通过实验证明内隐

记忆现象的存在及其特点&以及内隐记忆与外显记

忆的关系)杨治良运用自制的无意义字符串作为材

料&用信号检测论的方法来研究内隐记忆的启动效

应&证明了确实存在内隐记忆这样一个独立的记忆

过程-

E

.

&随后他用匹配的方法研究汉字的内隐记忆&

发现汉字中也同样存在内隐记忆现象-

@

.

!朱滢等人

通过汉字词干补笔和速示辨认与再认测验等方法&

发现在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时间保持上&外显记

忆消退较快&而内隐记忆则随时间的推移消退较慢
-

$

.

!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受加工水平的影响也是不

同的-

D

.

!吴艳红(朱滢发现间接测验$内隐记忆%中不

存在近因效应和首因效应&而直接测验$外显记忆%

中存在近因效应-

V

.

)

如何将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区分开来&这是内

隐记忆研究的首要任务)

#FV%

年&

U(,81*

P

提出任

务分离范式)任务分离范式离不开直接测验和间接

测验&前者对应于传统的记忆测验&即外显记忆的测

量&后者对应于内隐记忆&是任务分离的关键)虽然

任务分离范式成功地揭示了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

诸多差异&但是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存在争议'其一&

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测验任

务&因此基于这两种没有可比性任务的实验性分离

是没有意义的)其二&无法确定在直接测验中是否

完全排除了内隐记忆的参与&测验任务是否纯净3

其三&在证明内隐记忆是否存在之前&任务分离逻辑

就已经假设了内隐记忆的存在&有循环论证之嫌-

F

.

)

这些争议使得内隐记忆的研究陷入尴尬的困境&也

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&内隐记忆

研究方法的发展势在必行)

!"

世纪
F"

年代初
&+M'<

;

提出了加工分离程

序&这一范式将记忆过程中的意识性提取和自动提

取加以分离&解决了意识与无意识的混淆问题&推动

了内隐记忆研究的重大进展)加工分离程序假设意

识性提取和自动提取是彼此独立的加工过程&这一

假设随后也得到了实验的支持)这一新的研究范式

从逻辑上结束了内隐记忆研究对直接测验和间接测

验的依赖&为自动提取和意识控制记忆加工的分离

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&在一定程度上解

决了广受质疑的测验任务纯净性的问题&也使得揭

示人类记忆的本质变得更为可能-

F

.

)

近年来&认知神经科学迅猛发展&为内隐记忆提

供了新的研究手段&国内学者开始运用新的方法探

索内隐记忆发生的脑生理机制)比如对于外显学习

与内隐学习过程中的脑区激活差异的相关研究(外

显记忆与内隐记忆脑机制分离的相关研究-

#"

.和从

神经生理方面对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编码与提取加

工关系的研究-

##

.

)内隐记忆研究方法的发展客观

上推动了内隐记忆研究的深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)

三"国内内隐记忆相关研究

#一$内隐记忆与临床医学

关于内隐记忆与临床医学的关系&大多数研究

主要集中于药物$主要是麻醉药物%对内隐记忆的影

响(脑损伤病人的内隐记忆特征和精神病患者的内

隐记忆等三个方面)

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一样&会受到一些药物药

效的影响)研究发现有些麻醉药物如氟哌利多(咪

达唑仑(丙泊酚会抑制内隐记忆)研究发现氟哌利

多对内隐记忆的抑制有相对的特异性&它在抑制内

隐记忆的同时也会引起呼吸抑制-

#!

.

&硬膜外麻醉辅

以咪达唑仑靶控输注能消除患者的内隐记忆&而使

用丙泊酚的患者术中仍有内隐记忆残留-

#%

.

)还有

研究发现麻醉药物的不同麻醉深度对内隐记忆的影

响也是不同的)王云等人-

#E

.研究了异丙酚不同麻

F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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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深度对学习与记忆的影响&发现当麻醉程度较轻

时&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均存在&当麻醉程度逐渐加

强至一定程度时未发现有内隐记忆的存在)

对脑损伤患者内隐记忆特征的研究也是研究者

所关注的热点之一)一项研究表明&内隐记忆可能

与枕叶(额叶和颞叶功能有关-

#@

.

&额叶损伤患者的

概念型内隐记忆$

XWR

%存在损伤&而知觉型内隐记

忆$

HWR

%则相对保留&表明额叶参与了概念型内隐

记忆$

XWR

%的加工-

#$

.

)而枕叶损伤患者则相反&其

知觉型内隐记忆$

HWR

%存在损伤&概念型内隐记忆

$

XWR

%相对保留&这证实不同脑区损伤者的内隐记

忆损害特点不同&表明不同内隐记忆成分存在不同

的神经机制-

#D

.

)

精神分裂患者外显记忆受损已被诸多研究所证

实&而其内隐记忆的研究却没有一致的结论)有研

究-

#V

.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隐记忆功能相对完

整)刘光雄等人-

#F

.研究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内隐语

义记忆缺损特征&却发现患者内隐语义启动模式存

在缺陷&并可能受到病程及阳性思维障碍影响)一

项以抑郁症患者为对象的内隐记忆自我参照效应实

验-

!"

.

&检验了自我参照加工是否比语义加工更能促

进抑郁症患者对负性效价词的记忆&结果发现抑郁

症患者内隐记忆没有表现出自我参照效应)以轻度

遗忘型认知障碍患者$

+RXW

%为对象的研究-

!#

.表

明&

+RXW

患者外显及内隐记忆的概念性启动存在

损害&且其概念性启动损害可能与其额叶功能减退

存在一定的相关性)

#二$内隐记忆与人格特质

个体的人格(动机或情绪状态无疑会对人们的

认知活动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&因此&在认知的实验

研究中加人人格变量的分析&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

入地了解内隐记忆)但检索文献发现&关于人格与

内隐记忆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&未来研究或可将此

作为一研究方向)在近期研究中&有研究者-

!!

.用图

形与词语作为实验材料&采用加工分离程序&研究了

人格特质对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影响机制)结果

表明&在外显记忆方面&高严谨性和低严谨性被试的

成绩没有达到显著差异&而在内隐记忆上&两者的记

忆成绩则出现了显著差异!两种记忆对图形的记忆

效果均明显好于对词语的记忆效果!人格特质与材

料性质的交互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水平)

特质焦虑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倾向&大量研究表

明特质焦虑者会对负性信息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

向)基于此&有研究探讨了不同情绪效价下高特质

焦虑者外显及内隐记忆的情绪性增强效应$即情绪

性事件较非情绪性事件即中性事件更容易被记住%

特点)研究发现&与低特质焦虑者相比&高特质焦虑

者对负性图片的外显及内隐记忆均表现出更高水平

的情绪性增强效应&对正性图片的外显记忆表现出

较低水平的情绪性增强效应-

!%

.

&另一项研究发

现-

!E

.

&与无意识提取相比&特质焦虑对图像的无意

识提取更敏感&会明显促进负性图片的意识和无意

识提取并干扰正性图片的提取)

#三$内隐记忆与情绪状态

情绪与内隐记忆的关系也是研究热点之一)近

年来&国内有学者对这一领域特别是围绕抑郁症患

者是否存在内隐心境一致性记忆这一议题进行了一

系列研究)然而&同国外研究相似&研究并未取得一

致的结果&有研究发现外显记忆有心境一致性记忆&

而内隐记忆不存在这一现象-

!@

.

!也有研究发现外显

记忆和内隐记忆中均存在心境一致性效应-

!$

.

&并且

二者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)关于正负情绪对内

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影响研究表明&诱发情绪既影

响外显记忆又影响内隐记忆&证实了内隐记忆与外

显记忆是存在相当差异的心理过程-

!D

.

!李月婷等人

考察了积极情绪词和消极情绪词在内隐和外显记忆

测验中的差异&发现情绪词提取加工过程中存在提

取方式的
B]H

分离-

!V

.

&说明提取过程受刺激的情

绪信息的影响)一项关于情绪调节策略对外显和内

隐记忆影响的研究发现&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在内

隐记忆上存在显著差异-

!F

.

&但对外显记忆的影响不

显著&相较其他两种情绪调节策略&表达抑制情绪调

节策略能够显著地平复负性情绪&这对日常生活中

人们遇到负性刺激时如何选取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

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)

如何将内隐记忆研究成果应用于日常生活是内

隐记忆研究的新特点)张癑等人研究了情绪状态对

广告外显和内隐记忆的影响&他运用加工分离范式

研究了积极情绪强度对大学生广告外显和内隐记忆

的影响&发现低强度的积极情绪对内隐记忆有促进

作用&高强度的积极情绪对内隐记忆有抑制作

用-

%"

.

)中性图片的内隐记忆好于消极图片和积极

图片)

#四$内隐记忆与场认知风格

认知风格与内隐记忆关系紧密)独立型
?

依存

型是两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方式)在知觉判断过程

中&有些人对外界环境与视场中的线索依赖度较高&

而有些人则倾向于用内在线索进行判断&对外界依

赖低)前者被称为场依存者&后者被称为场独立者&

他们在个体的认知过程中也具有相对稳定(一致的

"!



!

总
%!

卷 温兴盛&秦素琼'内隐记忆的概念反思(研究范式及研究进展

表现)独立于场的人倾向于更多的利用内在的参照

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&依存于场的人则倾向于更多

的利用外在的参照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)

内隐记忆与场认知风格关系的研究发现&场独

立型被试的外显记忆成绩低于场依存型被试&而其

内隐记忆成绩则高于场依存型被试&内隐记忆在个

体差异的某些方面有显著差异-

%#

.

&场认知方式对内

隐记忆的作用不受认知内容特征变化的影响&同时

内隐记忆受到个体差异和记忆材料的影响-

%!

.

&场独

立型个体的自动提取成绩高于场依存型个体的成

绩&其内隐记忆也好于场依存型个体-

%%

.

)但是张鑫

等人以不同民族儿童为被试的跨文化研究表明&认

知风格和民族差异对内隐记忆均没有明显影响-

%E

.

)

#五$内隐记忆与认知加工

认知加工的类型及其程度也会对内隐记忆造成

一定影响)陈图农等人研究了自我参照加工与语义

加工在促进抑郁症患者对负性效价词记忆方面的差

异&结果发现&两组在正性和负性效价词上的成绩没

有显著差异&说明郁症患者没有明显的自我参照效

应-

%@

.

)白晔采用加工分离程序对有意记忆与无忆

记忆的研究表明&加工深度对有意识的记忆过程有

显著影响-

%$

.

!而深加工与浅加工对于无意识的记忆

没有显著影响&这一结果也表明外显记忆与内隐记

忆是两种不同的记忆过程)加工深度之所以对外显

记忆有显著影响而对内隐记忆影响不显著是由于加

工深度象征着编码时的意义表征水平&而这一过程

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&所以深加工比浅加工

的效果要好)与外显记忆不同&内隐记忆是在不需

要意识参与或不需要有意回忆的情况下&个体的经

验对当前任务自动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

记忆&因此加工深度对内隐记忆效果的影响不显著)

但是近期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&姜

帆等人考察了加工水平对外语词语听觉内隐记忆的

影响-

%D

.

)结果发现&无论对外语词语采用浅加工(

深加工还是无侧重加工&外语学习者均可以从重复

词语中提高词语的提取加工速度)然而&浅加工对

词语听觉内隐记忆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深加工和无

侧重加工)

#六$内隐记忆的个体差异

通过对直接测验和间接测验中的记忆成绩比

较&发现间接测验成绩在年龄(注意(智力和加工水

平等因素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!在感觉通道(

刺激表面特征等因素上也比直接测验成绩更加敏

感)年龄方面&外显记忆会随着个体的成长历经提

高(稳定(直到衰退这样一个过程&其毕生发展曲线

呈倒"

7

#型特点&但是内隐记忆却似乎不存在明显

的年龄特点&始终保持稳定&国外已有多项研究证明

了这一现象-智力方面&研究表明直接测验与间接测

验同样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分离)与外显记忆和成绩

的紧密关系相比&内隐记忆和
Ẁ

的关系不算密切)

研究发现正常智力被试与一般智力障碍$

Ẁ

#

@@

%

被试的内隐记忆成绩并无差异&但与严重智力障碍

$

Ẁ

$

@@

%被试的成绩却出现了差别!注意方面&研

究发现分心任务对内隐记忆没有影响&却会严重削

弱外显记忆的效果)加工水平方面&有国外研究者

要求被试分别对任务进行精细加工$如回答目标词

的含义%和非精细加工$如判断词是否包含某个特定

字母%&结果发现加工类型不会影响内隐记忆的

任务-

#

.

)

四"展望

尽管国内内隐记忆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&但

内隐记忆仍然是并将继续成为心理学一个重点研究

领域)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与成熟&其概念(研究方

法和理论解释都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&更

需创造性地发展)从概念上来说&由于
U(,81*

P

关

于记忆的定义过于宽泛和模糊&引起了内隐记忆概

念的争议)许多研究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&随

着内隐记忆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&其

概念的准确界定成为必然要求)从研究方法上来

讲&从传统记忆研究方法到任务分离范式再到加工

分离范式&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内隐记忆的理论模型

问题)然而&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&

B]H

(

JR]W

(

UR.

等技术的应用为内隐记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

研究手段)从相关研究及应用领域来看&内隐记忆

研究领域逐渐扩展&研究者试图从更多的侧面(更多

的视角来探索内隐记忆的特点和规律)但与内隐记

忆的理论研究相比&内隐记忆研究成果的应用却显

得相对薄弱&如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诸如疾病预防

与诊治等临床实践(记忆康复(学校教育(广告设计

等领域以解决现实问题是内隐记忆研究需要破解的

后续问题)综观近些年内隐记忆的研究&准确地界

定内隐记忆的概念&继续探索与完善研究方法&进行

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以及如何将更多的研究成

果运用于现实的学习与生活中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

应是内隐记忆未来研究的重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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